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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模型与应用》

前言

　　近几十年来，各种新技术、新理念的诞生促使经济飞速发展，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系统分析和
经济决策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经济学的研究与数学领域的结合更
加紧密，经济的量化研究成为人们探索和解决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首选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
增长，用数学方法定量地研究经济现象，恰当地建立与这些现象有关的经济数学模型，是进一步发现
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经济增长规律的关键。建立经济数学模型不仅是用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
第一步，它还贯穿在经济问题研究的全过程中。因此，培养具有一定数学素养、掌握一定数学建模能
力的综合型创新人才就显得更加重要。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能综合运用科学技术
进行科学研究，而其基础目标为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经济/管理学理论基础、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同时
能够针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设计方案、构建模型、实证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早在2005年进行实验教学建设时，就申请到北京市教改课题，开设了实验性课程《经济数学模型
与应用》，构建了“经济模型资源平台”，为该课程的建设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资源支撑。2008年，学
院进行了实验教学体系的重构，形成了“厚理博书、践实笃行、自主发展”的经济管理创新人才教育
理念，构建了“重资源、重工具、重方法”的探究型实验教学体系。在此背景下，为配合课程教学、
总结历年课程的教育教学成果，我们特编写本书，以期为经济、金融、工程和管理专业的各类学生提
供一本学习经济数学模型和模型化方法的教材。　　本书分为3篇（基础理论篇、经典模型实验应用
篇和研究性实验教学篇）共11章，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经济系统的相关理论、经济数学模型的相关概
念及模型化方法、经济领域的经典模型，以及利用计算机语言和经济模型资源平台自主研发经济模型
的方法。　　“基础理论篇”由1～3章构成，概述经济系统的基础概念及常用的控制理论，简要介绍
什么是模型和数学模型，并详细讲解经济数学模型的概念和进行经济数学模型化的方法。全篇包括数
学模型和经济数学模型共7个。　　“经典模型实验应用篇”由4～８章构成，详细介绍了在预测分析
理论、生产成本理论、竞争价格理论、投资预算理论和决策优化理论中，10个经典经济数学模型的内
容和基于“经济模型资源平台”的模型实验过程。　　“研究性实验教学篇”由9～11章构成，对经济
模型资源平台的功能、使用方法和研发技术进行了介绍，并举例说明了如何利用该平台进行经济数学
模型的自主学习和创新研发。　　本书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精品教材立项项目”的项目
成果，理论与应用并重，既强调相关基础概念、理论的成熟性和系统性，同时还提供足够数量的经济
数学模型供学生研究学习，并将经济数学模型的内在特点和进行模型化的理论与实践方法逐一呈现。
此外，本书还配有相应的思考题以供扩展学习。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经济贸易、工程管理
和工商管理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领域高级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或培训
教材。　　本教材由北京交通大学张真继教授和常丹副教授共同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组织设计、质
量控制和总撰定稿，研究生高宇虹、李瑞霞、李丹青、廖伟参与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及实验操作等相关
工作。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工作获得了“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精品教材立项项目”的资助，得
到了北京交通大学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以及电子工业出版社刘宪兰编辑的有力配合，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本教材引用了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参考文献，在此谨向被参考的文献著（作）者
表示真诚的谢意。　　如何利用数学模型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使用经济数学模
型平台和计算机语言进行经济数学模型的自主学习和研发，引导学生由理论认知、综合模拟、研究创
新逐步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是本书编写的一个出发点。作为经济数学模型化方法教育教学
的一本探索性教材，本书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在此竭诚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
期不断改进。　　编著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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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模型与应用》分3篇共11章：基础理论篇、经典模型实验应用篇和研究性实验教学篇，系统而全
面地介绍了经济系统的相关理论、经济数学模型的相关概念及模型化方法、经济领域的经典模型，以
及利用计算机语言和经济模型资源平台自主研发经济模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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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数学模型的特点 数学模型是从实际到理论的抽象。在实践中，能够直接运用数学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形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实际问题很少直接以数学的语言出现在人们面前，
而且使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往往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第一步必须是面对实际问题中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现象并从中抽象出恰当的数学关系，也就是组建
这个问题的数学模型，这个过程就是数学建模。与数学不同，数学模型的组建过程不仅需要进行演绎
推理，而且还需要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和提炼，这是一个归纳总结与演绎推理相结合的过程
。可以设想，在描述人口增长时，如果把年龄、性别、死亡、生育、择偶、婚配、疾病、卫生、饥荒
、战争等因素都容纳进去，即使使用现代的数学工具恐怕也难以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建模时必须
对现实问题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归纳加工。但建模时究竟保留什么因素、忽略什么因素并没有
一定的范式。这就需要建模者根据对实际问题的理解、研究的目的及其数学背景来完成。应该说这是
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而且不同的建模者针对同一个实际问题完全可以得到不同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
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虽然建模的目的是要将模型用于研究和解决原型的实际问
题，但数学模型是经过简化和抽象得到的，即使其组建过程中的逻辑推导准确无误，也并不意味着该
模型是成功的。因此，它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经检验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模型才能被分析、使
用。 数学模型是使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桥梁，对它的分析和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是数学的理论
、方法。由于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分析过程中应用数学理论时，数学上的自然结论不
一定是研究数学模型所需要的结果。大家在中学数学中所遇到的那种只要套用公式就能解决的问题在
实际的数学模型中是很少见的。将分析模型所得到的数学结论用到实际中去解决问题时同样需要创造
性的工作，而往往并非简单地套用现有的数学公式或定理所能奏效的。因此，不能认为数学模型就是
数学应用题，特别是不能认为数学模型就是套公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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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模型与应用》是为经济、金融、工程和管理专业的各类学生编写的一本学习经济数学模型和模
型化方法的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经济贸易、工程管理和工商管理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领域高级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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